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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来大约有二十年了，八十年代中，我做古典文学的编辑，每天沉浸在大量来稿中，昏头昏脑看了
一天稿子后，往往想读点儿文学作品轻松一下。
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有个“港台部”，收有几万册港台书，以台湾文学著作居多。
台湾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我以为散文为最优，其中柏杨、李敖和几位老北平作家如齐如山、唐鲁孙、
夏元瑜等各有特色。
齐、唐二先生的散文大陆近年都有出版，他们的作品都以写大陆旧事为主，从内容到写法都与大陆作
家不同，有点“北平梦华录”的味道，使人耳目一新，受到读者的欢迎。
夏元瑜先生虽与唐鲁孙先生是好朋友，他的散文虽有怀旧成分，但大多篇章还是以写台湾情事为主，
其特点是以老北平人教养、心态来写，别有风味，大陆人，特别是北京人读来倍感亲切。
夏元瑜文章特点是“一读就懂，一懂就笑”，很宜于人们放松时读，可惜当时我们文学所图书馆的港
台书库仅有他《弘扬饭统》《生花笔》等少量几本，不过其中也有许多令人喷饭的文章。
例如《大兴水利》就是如此。
侯宝林先生的名作《戏剧与方言》中有“论戏剧与水利的关系”的噱头，而夏先生这篇可以说是“论
水利与食品业的关系”，文中更是笑料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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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盖仙”夏元瑜于老北京生活近半个世纪，对民国风俗浸润颇深，点点滴滴，由《老盖仙谈民俗》
呈现，皆沾染一种淡淡美感：吉祥画、聚宝盆、吸大烟、传饭统、老爷升堂、小民聚赌、丧礼、鬼节
、扶乩的、要账的⋯⋯种种可爱与无奈，无不折射出几千年文化积淀下来的特性。
民间生活习俗，自有一种鸢飞鱼跃的生气，历经现实动乱仍得传承，为百姓生息提供一方绿荫，这也
是民俗一再让“老盖仙”牵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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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元瑜（1909—1995），祖籍杭州，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其父夏曾佑为著名史学家，其兄夏元瑮为中
国第一代物理学家。
早年负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赴日本深造。
曾为北京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园长，南迁台湾后，任过公务员，制过动物标本，当过大学教授，
做过电视名嘴，评过“金马奖”。
退休后专注于爬格子，人称“老盖仙”，遂文名胜过本业，成为“左手拿刀、右手执笔”的幽默大师
，与至交唐鲁孙共被视为台湾文坛奇人。
夏元瑜作品堪称当代幽默文学代表，毕生著作二十余部，均脍炙人口，其新书在台湾曾出版一周即再
版。
此次推出的“夏元瑜幽默精选”为其作品首次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结集出版。

    一般所谓的“盖”，指“吹”“侃”得天花乱坠。
“老盖仙”夏元瑜却自道：“‘盖’不是吹牛，吹牛就像违章建筑，会被取缔。
‘盖’是引而申之，言之有物，且字字有所本。
”夏元瑜的“盖式幽默”，杂糅着老北京的京味逗趣与台湾的综艺化诙谐，善以“无论说古论今，总
是不忘适时幽自己一默”的自嘲自讽，将世间诸般烦恼、不顺，在莞尔一笑中释怀、解压，可谓嬉笑
中透着乐观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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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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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尸体　聚宝盆　石鼓传奇　北平扶乩的趣闻　北平的财神种种　刘海戏金蟾　吉祥画儿　对联　老
爷升堂　砍人头讲古论今　吞云吐雾福寿膏　人类伟大的发明--赌　五彩缤纷刺人皮　童发十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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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会议　访五月花神　七夕离恨天　千古大情人　鬼节·鬼话·鬼画　阴历七月的鬼魅　庆中秋，
嫦娥降世　月亮里的兔子　闲话重阳　冬天到了　北平年下要账的　灶王爷升天　八戒禅师来的电话
附录从自己胸中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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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老盖仙”说起夏元瑜这个名字在大陆还是陌生的，而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
二00三年社科院组织与台湾一些学者对谈“关公”作为文化和文学形象的意义，会下我曾向一位台湾
老人问起夏元瑜先生，他带有些惋惜的口吻说：“老盖仙走了。
”“老盖仙”是夏先生的自称，无论作文还是主持节目都自称“盖仙”。
“盖”是台湾俗语，夏先生自己曾解释说：“‘盖’，这字大概起源于本省，以前在大陆上没听说过
。
‘盖’字的意义是能言善道，多少也有一点宣传不实在之事的成分。
与‘吹牛’的‘吹’不同，吹者从无说成有，假的成分很多。
为人在世，‘盖’则可以，‘吹’则不可。
”（《谈话的技术》）看来“盖”有点类似大陆常语“侃”。
  “盖仙”应是善盖而带仙气者也。
“老盖仙”也有出处，本是台湾六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例如古龙的《那一剑的风情》其中有怪侠“老盖仙”，他自称“老夫本来就已名列仙班，已经一甲子
不食人间烟火，专以百草为生”。
在别人眼中，他老人家则是“一位身材本来应该很高，但经过岁月的折磨，现在已经像虾米一样萎缩
伛偻，头发已经开始泛白，脸上已充满了岁月无情的痕迹的人”。
手里拿着一把三弦。
夏元瑜先生以“老盖仙”戏称自己，有自嘲，也有自负。
因为这个绰号通俗好懂，很快被大家接受和喜爱。
因此，夏先生虽是退休后才开始写作和偶尔游戏于荧屏，但在很短时间内便声名鹊起，大红大紫，为
广大民众所知、所热爱。
夏元瑜（一九0九——一九九五）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北京即
称北平）师大附中、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北师大生物系建系早、设备完善，是全国最好的）。
毕业后赴日本九州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归国后则在北平西郊“万牲园”  （即今北京动物园）
任园长。
一九四七年在台湾新竹任检验局分局长一年，后遂以制造动物标本和有关生物教学的教具为业。
其所制作的标本，从昆虫到大象，无不栩栩如生，享誉台湾。
六十岁（一九六九年）退休后移家台北，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影剧系教授舞台语言，并在美术系指导
有关动物的绘画。
时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受到观众的欢迎，曾获“金鼎奖有功人员奖”。
从一九七五年起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主持“古往今来’’专栏，撰写了大量传播知识和弘
扬文明的幽默散文，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陆续出版散文集二十余本，十分畅销。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遽归道山，享寿八十六岁。
夏先生前四十年基本上生活在北平，后四十多年生活在台湾，赴台时他的思想人格和知识体系已经形
成，他在台湾的成功可以说是老北平文化在异地的成就。
夏先生曾自嘲地说：“不过，我倒有个心愿，我一辈子善盖。
盖不可令人讨厌，要让人欢迎。
于是没钱时借得到钱，该还债时躲得了债，利莫大焉。
”这里用的台湾俗语——“盖”字，也带有老北平的风格，夏元瑜的能“盖”就是老北平的“能说”
“能侃”。
老北平的“说”和“侃”，都带有帝京特有的风趣和幽默。
老盖仙的“盖”也是这样，因此可以说夏先生的作品是老北平文化在台湾的延伸。
夏先生的主要作品就是散文随笔，最初我是抱着了解老北平的态度去读的。
台湾这类作品不少，大多是大陆迁台人士写的。
这些人随着年华老去，思乡情绪越来越炽，特别是从老北平迁台的，六七百年旧京帝都所积累的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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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常常萦绕于怀，写作和阅读这类作品成为一种排遣，后来渐成风气。
台湾文学批评家王德威先生说：“一九四九年前后，上百万的军民曾随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
他们背井离乡，常怀故园之思。
到了七十年代，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而渐渐由
浓转淡。
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
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这些作家渐渐老去，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自是人情之长。
而相对的，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
”早在五十年代，旧派学者和文人齐如山先生就写过大量的这类作品，说北平旧事，到了七十年代更
盛。
北京（或北平）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
一九七十年代，唐鲁孙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的文字引起广大回响。
一时之间，像是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学界耆宿梁实秋，以及后来以《
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小民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
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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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读就懂京味逗趣见学问一懂就笑盖式幽默第一人有人喜欢他的文笔轻松，我却更欣赏其内容的扎实
。
　　——梁实秋一兀瑜兄的大作，不管是长篇大论或是小品散文，兴之所生，想怎么写就自自然一挥
而就写出来，不但妙趣横生，而且有灵性有哲理。
　　——唐鲁孙如果没有一夏元瑜一那种悲天悯人的幽默感，而一定要去写杂文，就是婢学夫人，自
讨没趣了。
　　——古龙他的人，才是一个无底洞，博学之外，他的本身便是个精彩的故事。
手巧的人，心思亦巧。
　　——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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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盖仙谈民俗》是“幽默大师推崇的大师”之《老盖仙谈民俗》，第一次亮相中国大陆，各家媒体
、书评作者纷纷热读“大师中的大师”，当今活跃的京派大家王学泰特撰长篇序文，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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